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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收集的绣球属（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Ｌｉｎｎ．）植物 ６８ 个品种（品系）的株型、叶色、花序类型、花期和花色进行了观察，
并对其花色可调性和叶斑病抗性进行了比较。 结果表明：在收集的 ６８ 个品种（品系）中，５３ 个品种（品系）属于大

花绣球〔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ｓｓｐ．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Ｔｈｕｎｂ．） Ｓｅｒ．〕，３ 个品种（品系）属于山绣球（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
Ｗｉｌｓ．），６ 个品种属于圆锥绣球（Ｈ．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Ｓｉｅｂ．），而粗齿绣球（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ｓｓｐ． ｓｅｒｒａｔａ Ｓｅｒ．）、栎叶绣球（Ｈ．
ｑｕｅｒｃｉｆｏｌｉａ Ｂａｒｔｒ．）、马桑绣球（Ｈ． ａｓｐｅｒａ Ｄ． Ｄｏｎ）、乔木绣球（Ｈ．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Ｌｉｎｎ．）、藤绣球（Ｈ．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 Ｄ． Ｄｏｎ）和银边

绣球（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Ｍａｋｉｎｏ）分别只有 １ 个品种（品系）；其中，４７ 个品种来自欧美国家，１７ 个品种来

自日本，４ 个品系来自中国。 ６７ 个品种（品系）在南京地区能够正常开花，花序类型包括近球型、平盘型和圆锥型，
分别有 ３７、２２ 和 ８ 个品种（品系）。 ４１ 个品种（品系）花色可调，在酸性且含 Ａｌ３＋的土壤中呈蓝色或紫色；２６ 个品种

（品系）花色不可调。 根据病情指数，将绣球属植物对叶斑病的抗性分成抗病、中等抗病、中等感病和感病 ４ 个等

级，分别有 １１、２６、２１ 和 １０ 个品种（品系）。 研究结果显示：绣球属植物花色多样且可人工调控，部分品种（品系）的
抗叶斑病能力较强，应根据实际需要种植适宜品种（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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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绣球属（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Ｌｉｎｎ．）又名八仙花属，隶属于

虎耳草科（Ｓａｘｉｆｒａｇａｃｅａｅ），该属植物统称为绣球，全世

界约有 ７３ 种；中国是绣球属植物的资源分布中心，共
有 ４６ 种 １０ 变种［１］。 绣球属植物伞房状聚伞花序硕

大、饱满，花色非常丰富，花型多样；花期为 ５ 月至 ９
月，能有效弥补夏季开花植物较少的不足；植株适应

性强，耐旱和耐荫性均较好；叶片大且有光泽，既可观

花又可观叶，在长江流域部分品种的常绿期达 ３００ ｄ
以上［２－４］。 此外，很多绣球属植物的根、茎、叶可入

药，具有治疗疟疾和糖尿病等功效［５－６］。 总体来看，
绣球属植物具有较高的观赏、药用和经济价值，不仅

能广泛用于园林绿化和庭院美化，还可作为盆花、鲜
切花、插花、干花及药用植物，在美丽乡村建设和休闲

农业发展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中国从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地引进了大量

绣球属植物品种，推动了绣球属植物资源的开发利

用［７］。 目前，江苏无锡、浙江宁波和海宁、云南昆明、
四川成都及重庆等地均已形成大面积的绣球种植基

地，成为当地的新兴产业。 由于市场上绣球属植物品

种众多，新品种更是层出不穷，各品种的花色、花型和

花期等差异很大。 相关研究结果［７－９］ 表明：部分绣球

属植物花色随土壤酸碱度变化而改变，在酸性土壤中

呈蓝色、在碱性土壤中呈红色；土壤中铝元素的含量

及状态对绣球属植物花色改变有根本性作用。 在强

酸性土壤中，铝元素以 Ａｌ３＋形式存在，能够被植株根

系吸收并运输到萼片中与红色花青素飞燕草素－３－
葡萄糖苷（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ｄｉｎ⁃３⁃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发生络合反应，形
成飞燕草素－３－葡萄糖苷－铝复合物，使花色呈蓝色；
当土壤接近中性且含 Ａｌ３＋时，红色和蓝色色素同时存

在，致使花色呈现紫色；在碱性土壤中，铝元素以

Ａｌ（ＯＨ） ３形式存在，不能被植株根系吸收，使花色呈

红色。 绣球属植物的伞房状聚伞花序由 ２ 种花组成，
一种是位于花序内部（侧）且体形较小的花，即可育

花，此类花是花序中的非装饰性花 （ ｎｏｎ⁃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ｆｌｏｗｅｒ）；另一种是位于花序外部（侧）、萼片发达且体

形较大的花，即不育花，此类花是花序中的装饰性花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ｆｌｏｗｅｒ），又称放射性花（ ｒａｙ ｆｌｏｗｅｒ） ［１０－１１］。
通常情况下，绣球属植物可育花的观赏价值低或基本

没有观赏价值，而不育花的观赏价值较高。 此外，不
同绣球属植物品种的适应性和抗逆性也存在很大差

异，抗性较差尤其是对叶斑病抗性较差的品种易出现

叶片枯死、脱落甚至整株死亡等现象，给生产带来严

重损失。 鉴于此，有必要对绣球属植物各品种的花序

形态特征、花色稳定性和叶斑病抗性等性状进行鉴定

和比较，从而筛选出观赏价值高、花色可调、抗病性强

的优良品种。
目前，中国绣球市场基本被进口品种垄断，因此，

应充分利用国内绣球属植物野生资源丰富的优势培

育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 近年来，江苏省农

业科学院花卉研究团队收集了许多绣球属植物种质

资源，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作，本文对收集的绣球

属植物 ６８ 个品种（品系）进行了归类，对各品种（品
系）植株的株型、叶色、花序类型、花期和花色进行了

观察和比较，并对各品种（品系）的花色可调性和抗

叶斑病能力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以期为绣球属植物种

质资源的商业化推广、遗传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提供

参考依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 １　 材料

自 ２０１５ 年起，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团队

从浙江宁波、江苏无锡、云南昆明和重庆等地引进绣

球属植物资源，共计 ６８ 个品种（品系），均种植于江

苏省农业科学院院内和溧水植物科学基地绣球种质

资源圃内。
参考《中国植物志》 ［１］ 对各品种（品系）进行归

类。 虽然 《中国植物志》 将大花绣球 〔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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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Ｔｈｕｎｂ．） Ｓｅｒ．〕作为绣球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Ｔｈｕｎｂ．） Ｓｅｒ．〕的原变种，但
结合市场主流名称及相关研究结果［７，１０，１２］，本文采用

“大花绣球”这一名称，并将大花绣球和粗齿绣球（又
名锯齿绣球）作为绣球的亚种，拉丁学名分别为 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ｓｓｐ．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Ｔｈｕｎｂ．） Ｓｅｒ． 和 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ｓｓｐ． ｓｅｒｒａｔａ Ｓｅｒ．。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种质资源类型分析 　 对各品种（品系）的株

型、叶色、花序类型、花期和花色进行观察和归类。 结

合相关文献［１０－１１］，根据可育花和不育花的排列方式

及花序整体轮廓，将花序分成近球型（ｍｏｐｈｅａｄ）、平
盘型（ｌａｃｅｃａｐ）和圆锥型（ｐｙｒａｍｉｄ）３ 类，其中，近球型

花序呈半球状、近球状或头状，不育花位于花序外部，
可育花位于花序内部且几乎不可见；平盘型花序呈扁

球状或平盘状，仅在花序最外部生长 １ 轮不育花，可
育花清晰可见且数量多；圆锥型花序呈圆锥状或宝塔

状，可育花和不育花混合分布且均可见。
１ ２ ２　 花色可调性分析 　 每个品种 （品系） 选取

１０ 株，每盆 １ 株，平均分成 ２ 组，在现蕾期向处理组

花盆缓慢浇入质量分数 １ ０％Ａｌ２（ ＳＯ４） ３ 溶液 １００
ｍＬ，１ 周后重复浇灌 １ 次，对照组不浇灌 Ａｌ２（ＳＯ４） ３

溶液。 花盆上口径 １５ ｃｍ、底径 １１ ｃｍ、高 １３ ｃｍ，栽培

基质为 Ｖ（泥炭） ∶Ｖ（珍珠岩）＝ ３ ∶１的混合基质。 实验

期间，处理组花盆至少每 ２ ｄ 用 ｐＨ ４ ０ 纯水浇透

１ 次，对照组花盆至少每 ２ ｄ 用 ｐＨ ９ ０ 纯水浇透

１ 次，浇水后检测基质 ｐＨ 值，确保植株开花期间处理

组基质呈酸性（ｐＨ 值小于 ６ ０）、对照组基质呈碱性

（ｐＨ 值大于 ７ ０）。 观察处理组和对照组植株的花

色，记录各品种（品系）花色变化，花色不同表明花色

具可调性。
１ ２ ３　 抗叶斑病能力分析 　 随机抽取各品种（品
系）的 ２ 年生盆栽苗 ５ 盆，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参考 Ｍｍｂａｇａ 等［１３］ 的方法对经过连续阴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和持续高温（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的植株在

自然生长条件下叶斑病的发病情况进行观察和统计，
花盆上口径 １７ ｃｍ、底径 １３ ｃｍ、高 １７ ｃｍ，每盆 １ 株，
栽培基质为 Ｖ（泥炭） ∶Ｖ（珍珠岩）＝ ５ ∶１的混合基质。
统计植株上完全生长叶片的病斑情况，根据病斑面积

占叶面积的比例（ＲＤ）确定发病等级：０ 级，ＲＤ＝ ０％；
１ 级，０％ ＜ＲＤ ＜ １０％；２ 级， １０％ ≤ＲＤ ＜ ２５％；３ 级，
２５％≤ＲＤ＜５０％；４ 级，５０％≤ＲＤ＜７５％；５ 级，ＲＤ≥

７５％。 每个品种（品系）植株的发病等级平均值即为

该品种（品系）的病情指数（ＤＩ），根据 ＤＩ 值将绣球属

植物对叶斑病的抗性分成 ４ 个等级：抗病，ＤＩ＜１ ０；
中等抗病，１ ０≤ＤＩ＜２ ０；中等感病，２ ０≤ＤＩ＜３ ０；感
病，３ ０≤ＤＩ≤５ ０。

２　 结果和分析

２ １　 种质资源分析

统计结果（表 １）表明：供试的 ６８ 个绣球属植物

品种（品系）分别属于大花绣球、粗齿绣球、银边绣球

（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Ｍａｋｉｎｏ）、山绣球（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 Ｗｉｌｓ．）、 圆 锥 绣 球 （ Ｈ．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Ｓｉｅｂ．）、马桑绣球（Ｈ． ａｓｐｅｒａ Ｄ． Ｄｏｎ）、栎叶

绣球（Ｈ． ｑｕｅｒｃｉｆｏｌｉａ Ｂａｒｔｒ．）、乔木绣球（又名耐寒绣

球，Ｈ．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Ｌｉｎｎ．） 和藤绣球 （Ｈ．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 Ｄ．
Ｄｏｎ）。 其中，大花绣球有 ５３ 个品种（品系）；山绣球

有 ３ 个品种（品系）；圆锥绣球有 ６ 个品种；粗齿绣

球、栎叶绣球、马桑绣球、乔木绣球、藤绣球和银边绣

球分别只有 １ 个品种（品系）。
由表 １ 还可见：在收集的 ６８ 个绣球属植物品种

（品系）中，４７ 个品种来自荷兰、法国和美国等欧美国

家，１７ 个品种来自日本，国产绣球属植物资源最少，
只有 ４ 个品系，分别为‘ＷＸ－１’、‘ＣＺＺＨ’、‘三色旗’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和‘平瓣绣球’（‘Ｐｉｎｇｂａｎｘｉｕｑｉｕ’）。

观察结果表明：品种‘小叶布鲁克’ （‘Ｂｒｏｏｋｓｉｄｅ
Ｌｉｔｔｌｅｌｅａｆ’）为藤本且连续 ２ 年在南京地区均未开花，
其余 ６７ 个品种（品系）均为亚灌木、灌木或小乔木且

在南京地区正常开花，其中 ４３ 个品种（品系）植株直

立，２４ 个品种（品系）植株半直立。 ３７ 个品种（品系）
的花序为近球型，且均为大花绣球；２２ 个品种（品系）
的花序为平盘型，包括‘三色旗’和‘平瓣绣球’２ 个

国产品系，‘姑娘’（‘Ｓｈｅｉｌａ’）、‘回忆’ （‘Ｍｅｉｓｓｅｎ’）、
‘你我的浪漫’ （‘Ｙｏｕ Ａｎｄ Ｍ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爱你的

吻’（‘Ｌｏｖｅ Ｙｏｕｒ Ｋｉｓｓ’）、‘塔贝’ （‘Ｔａｕｂｅ’）、‘粉色

回忆’（‘Ｐｉｎｋ Ｍｅｉｓｓｅｎ’）和‘雪露紫’ （‘Ｐｉｎｋ Ｓｎｏｗ’）
７ 个 引 自 欧 美 国 家 的 品 种， 以 及 ‘ 手 花 鞠 ’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小町’ （‘Ｋｏｍａｃｈｉ’）、‘白色天使’
（‘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ｇｅｌ ’）、 ‘ 婚 礼 花 束 ’ （‘ Ｗｅｄｄｉｎｇ
Ｂｏｕｑｕｅｔ’）、 ‘平顶’ （‘ Ｍｕｓｉｃａｌ ’） 和 ‘ 锡风’ （‘ Ｔｉｎ
Ｗｉｎｄ’）等 １３ 个引自日本的品种；８ 个品种的花序为

圆锥型，包括全部圆锥绣球品种以及栎叶绣球和乔木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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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收集的绣球属植物种质资源的基本概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Ｌｉｎｎ．

编号１）

Ｎｏ．１）
品种（品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 ｌｉｎｅ）

原产地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ｌａｃｅ２）

株型３）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３）

叶色４）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４）

花序类型５）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５）

花期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花色可调性（花色） ６）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６）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１ 无尽夏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Ｓｕｍｍｅｒ ＮＡ（ＵＳＡ） ＳＥ ＬＧ Ｍ ５ 月至 １０ 月
Ｍａｙ ｔｏ Ｏｃｔ．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１ ２４

２ 无尽夏新娘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Ｓｕｍｍｅｒ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ｅ

ＥＵ（ＮＬ） ＳＥ ＬＧ Ｍ ５ 月至 ９ 月
Ｍａｙ ｔｏ Ｓｅｐ．

Ｎ（白 Ｗｈｉｔｅ） １ ５７

３ 史欧尼 Ｍａｓｊａ ＥＵ（ＮＬ） Ｅ Ｄ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０ ８６

４ 帝沃利 Ｔｉｖｏｌｉ ＥＵ（ＮＬ） Ｅ Ｄ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紫 Ｒｅｄ ｔｏ ｐｕｒｐｌｅ） ０ ９５

５ 姑娘 Ｓｈｅｉｌａ ＥＵ（ＮＬ） 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Ｙ（粉变紫 Ｐｉｎｋ ｔｏ ｐｕｒｐｌｅ） ２ ４３

６ 含羞叶 Ｅｌｂｔａｌ ＥＵ（ＮＬ） Ｅ Ｄ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０ ８１

７ 回忆 Ｍｅｉｓｓｅｎ ＥＵ（ＮＬ） Ｅ ＬＧ Ｌ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１ ６７

８ 精灵 Ｐｉｌｌｎｉｔｚ ＥＵ（ＮＬ）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Ｎ（红 Ｒｅｄ） １ １４

９ 拉维布兰 Ｒａｖｉ Ｂｒｅｎｔ ＥＵ（ＮＬ）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６２

１０ 蓝色妈妈 Ｍａｍａｎ Ｂｌｕｅ ＥＵ（ＮＬ） Ｅ ＤＧ Ｍ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７６

１１ 玫红妈妈 Ｍａｍａｎ Ｒｏｓｅ ＥＵ（ＮＬ） Ｅ Ｇ Ｍ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Ｎ（红 Ｒｅｄ） ２ ３８

１２ 马雷夏尔 Ｍａｒｅｃｈａｌ Ｆｏｃｈ ＥＵ（ＮＬ） Ｅ ＤＧ Ｍ ５ 月至 ８ 月
Ｍａｙ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紫 Ｒｅｄ ｔｏ ｐｕｒｐｌｅ） ４ ０５

１３ 梦幻蓝 Ｒａｔｈｅｎ ＥＵ（ＮＬ）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１ ８１

１４ 罗斯 Ｒｏｓｓ ＥＵ（ＮＬ）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８６

１５ 魔幻珊瑚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ａｌ ＥＵ（ＮＬ） Ｅ Ｄ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紫 Ｒｅｄ ｔｏ ｐｕｒｐｌｅ） ４ ２４

１６ 魔幻水晶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ＥＵ（ＮＬ） Ｅ Ｌ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紫 Ｒｅｄ ｔｏ ｐｕｒｐｌｅ） ３ ５７

１７ 魔幻紫水晶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Ａｍｅｔｈｙｓｔ

ＥＵ（ＮＬ）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紫变蓝 Ｐｕｒｐｌｅ ｔｏ ｂｌｕｅ） ３ ８６

１８ 你我的浪漫 Ｙｏｕ Ａｎｄ Ｍ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ＥＵ（ＮＬ） 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８ 月
Ｍａｙ ｔｏ Ａｕｇ．

Ｙ（粉变紫 Ｐｉｎｋ ｔｏ ｐｕｒｐｌｅ） １ ５７

１９ 你我的永恒 Ｙｏｕ Ａｎｄ Ｍｅ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ＥＵ（ＮＬ） Ｅ ＤＧ Ｍ ５ 月至 ８ 月
Ｍａｙ ｔｏ Ａｕｇ．

Ｙ（粉变蓝 Ｐｉｎｋ ｔｏ ｂｌｕｅ） １ ６２

２０ 塞布丽娜 Ｓａｂｒｉｎａ ＥＵ Ｅ ＧＰ Ｍ ５ 月至 ８ 月
Ｍａｙ ｔｏ Ａｕｇ．

Ｎ（粉 Ｐｉｎｋ） ２ ２４

２１ 博登湖 Ｂｏｄｅｎｓｅｅ ＥＵ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１ ５２

２２ 红美人 Ｒｅｄ Ｂｅａｕｔｙ ＮＡ（ＵＳＡ）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紫 Ｒｅｄ ｔｏ ｐｕｒｐｌｅ） １ ３８

２３ 红粉佳人 Ｐｉｎｋ Ｂｅａｕｔｙ ＮＡ（ＵＳＡ）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Ｎ（粉 Ｐｉｎｋ） ０ ８９

２４ 蒂亚娜 Ｔｉｊａｎａ ＥＵ（ＮＬ）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Ｎ（粉 Ｐｉｎｋ） １ ２９

２５ 爱你的吻 Ｌｏｖｅ Ｙｏｕｒ Ｋｉｓｓ ＮＡ（ＵＳＡ） ＳＥ Ｇ Ｌ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Ｎ（粉 Ｐｉｎｋ） ３ １１

２６ 手花鞠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ｓ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Ｙ（粉变蓝 Ｐｉｎｋ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４８

２７ 小町 Ｋｏｍａｃｈｉ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Ｙ（粉变蓝 Ｐｉｎｋ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６７

２８ 白色天使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ｇｅｌ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６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ｎ．

Ｎ（白 Ｗｈｉｔｅ） １ ９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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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编号１）

Ｎｏ．１）
品种（品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 ｌｉｎｅ）

原产地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ｌａｃｅ２）

株型３）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３）

叶色４）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４）

花序类型５）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５）

花期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花色可调性（花色） ６）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６）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２９ 婚礼花束 Ｗｅｄｄｉｎｇ Ｂｏｕｑｕｅｔ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６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ｎ．

Ｙ（粉变蓝 Ｐｉｎｋ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３３

３０ 舞子 Ｍａｉｋｏ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６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ｎ．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１９

３１ 头花 Ｃｏｒｓａｇｅ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１４

３２ 星星糖 Ｎｕｔｃｒａｃｋｅｒ Ｓｕｉｔｅ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８５

３３ 平顶 Ｍｕｓｉｃａｌ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６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ｎ．

Ｎ（白 Ｗｈｉｔｅ） ３ １４

３４ 凌波 Ｆａｎｆａｒｅ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６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ｎ．

Ｙ（粉变蓝 Ｐｉｎｋ ｔｏ ｂｌｕｅ） ３ １９

３５ 望乡 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Ｙ（粉变蓝 Ｐｉｎｋ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７６

３６ 锡风 Ｔｉｎ Ｗｉｎｄ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３８

３７ 在一起 Ｓｏｎｇ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Ｙ（粉变紫 Ｐｉｎｋ ｔｏ ｐｕｒｐｌｅ） ２ ８６

３８ 灵感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Ｎ（粉 Ｐｉｎｋ） ２ ２４

３９ 奇妙仙子 Ｔｉｎｋｅｒ Ｂｅｌｌ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 Ｌ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Ｙ（粉变蓝 Ｐｉｎｋ ｔｏ ｂｌｕｅ） ３ ２９

４０ 十字架 Ｃｒｏｓｓ ＥＵ（ＮＬ） ＳＥ Ｇ Ｍ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３ ０５

４１ 魔幻钻石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ＮＡ（ＵＳＡ）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０ ７６

４２ 猫眼石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Ｏｐａｌ ＮＡ（ＵＳＡ）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１ ２４

４３ 爱莎 Ａｙｅｓｈａ ＥＵ（ＮＬ）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粉变紫 Ｐｉｎｋ ｔｏ ｐｕｒｐｌｅ） ２ ５７

４４ 蓝色革命 Ｂｌｕ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Ｕ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１０

４５ 妖精之瞳 Ｄｅｍｏｎ’ｓ Ｅｙｅ ＡＳ（ＪＰＮ）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１ ２４

４６ 小丑 Ｈａｒｔｅｑｕｉｎ ＡＳ（ＪＰＮ）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Ｎ（粉 Ｐｉｎｋ） １ ７１

４７ 甜蜜幻想 Ｓｗｅｅｔ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ＥＵ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粉变蓝 Ｐｉｎｋ ｔｏ ｂｌｕｅ） ２ ４３

４８ 完美人生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Ｌｉｆｅ ＥＵ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粉变紫 Ｐｉｎｋ ｔｏ ｐｕｒｐｌｅ） １ ８１

４９ 纱织小姐 Ｙａｒｎ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Ｌａｄｙ ＡＳ（ＪＰＮ） ＳＥ ＧＰ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Ｎ（红 Ｒｅｄ） １ ８９

５０ 爆米花 Ｐｏｐｃｏｒｎ ＥＵ（ＮＬ）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红变蓝 Ｒｅｄ ｔｏ ｂｌｕｅ） １ ２７

５１ 雪球 Ｓｎｏｗ Ｂａｌｌ ＥＵ（ＮＬ） Ｅ Ｇ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Ｎ（白 Ｗｈｉｔｅ） １ ３２

５２ ＷＸ－１ ＡＳ（ＣＨＮ） Ｅ Ｇ Ｍ ５ 月至 ７ 月
Ｍａｙ ｔｏ Ｊｕｌ．

Ｎ（红 Ｒｅｄ） ０ ９５

５３ ＣＺＺＨ ＡＳ（ＣＨＮ） Ｅ Ｇ Ｍ ４ 月至 ６ 月
Ａｐｒ． ｔｏ Ｊｕｎ．

Ｎ（红 Ｒｅｄ） １ １９

５４ 珍贵 Ｐｒｅｚｉｏｓａ ＥＵ Ｅ ＧＲ Ｍ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Ｎ（粉 Ｐｉｎｋ） ０ ９０

５５ 三色旗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ＡＳ（ＣＨＮ） ＳＥ ＷＩＧ Ｌ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白变蓝 Ｗｈｉｔｅ ｔｏ ｂｌｕｅ） １ ５２

５６ 塔贝 Ｔａｕｂｅ ＥＵ（ＮＬ） ＳＥ ＬＧ Ｌ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粉变蓝 Ｐｉｎｋ ｔｏ ｂｌｕｅ） １ ３３

５７ 粉色回忆 Ｐｉｎｋ Ｍｅｉｓｓｅｎ ＥＵ ＳＥ Ｇ Ｌ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Ｙ（粉变紫 Ｐｉｎｋ ｔｏ ｐｕｒｐｌｅ） ３ ０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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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编号１）

Ｎｏ．１）
品种（品系）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 （ ｌｉｎｅ）

原产地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ｌａｃｅ２）

株型３）

Ｐｌａｎｔ
ｔｙｐｅ３）

叶色４）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４）

花序类型５）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５）

花期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花色可调性（花色） ６）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６）

病情指数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５８ 平瓣绣球 Ｐｉｎｇｂａｎｘｉｕｑｉｕ ＡＳ（ＣＨＮ） ＳＥ Ｇ Ｌ ６ 月至 ８ 月
Ｊｕｎ． ｔｏ Ａｕｇ．

Ｎ（白 Ｗｈｉｔｅ） ０ ８６

５９ 白玉 Ｗｈｉｔｅ Ｊａｄｅ ＮＡ（ＵＳＡ） Ｅ Ｇ Ｐ ７ 月至 ９ 月
Ｊｕｌ． ｔｏ Ｓｅｐ．

Ｎ（白 Ｗｈｉｔｅ） ０ ７６

６０ 粉色精灵 Ｐｉｎｋ Ｓｐｉｒｉｔ ＮＡ（ＵＳＡ） Ｅ Ｇ Ｐ ７ 月至 ９ 月
Ｊｕｌ． ｔｏ Ｓｅｐ．

Ｎ（红 Ｒｅｄ） １ ２９

６１ 花园蕾丝 Ｇａｒｄｅｎ Ｌａｃｅ ＮＡ（ＵＳＡ） Ｅ Ｇ Ｐ ７ 月至 ９ 月
Ｊｕｌ． ｔｏ Ｓｅｐ．

Ｎ（白 Ｗｈｉｔｅ） ０ ８１

６２ 石灰灯 Ｌｉｍｅ Ｌｉｇｈｔ ＮＡ（ＵＳＡ） Ｅ Ｇ Ｐ ７ 月至 ９ 月
Ｊｕｌ． ｔｏ Ｓｅｐ．

Ｎ（白 Ｗｈｉｔｅ） １ １４

６３ 圣代草莓 Ｓｕｎｄａｅ Ｆｒａｉｓｅ ＥＵ（ＦＲ） Ｅ Ｇ Ｐ ７ 月至 ８ 月
Ｊｕｌ． ｔｏ Ａｕｇ．

Ｎ（粉 Ｐｉｎｋ） １ ４３

６４ 香草草莓 Ｖａｎｉｌｌｅ Ｆｒａｉｓｅ ＥＵ（ＦＲ） Ｅ Ｇ Ｐ ７ 月至 １０ 月
Ｊｕｌ． ｔｏ Ｏｃｔ．

Ｎ（粉 Ｐｉｎｋ） １ ５７

６５ 雪露紫 Ｐｉｎｋ Ｓｎｏｗ ＮＡ（ＵＳＡ） Ｅ Ｇ Ｌ ７ 月至 ８ 月
Ｊｕｌ． ｔｏ Ａｕｇ．

Ｎ（白 Ｗｈｉｔｅ） ２ ７１

６６ 冰雪女王 Ｓｎｏｗ Ｑｕｅｅｎ ＮＡ（ＵＳＡ） ＳＥ Ｇ Ｐ ７ 月至 ９ 月
Ｊｕｌ． ｔｏ Ｓｅｐ．

Ｎ（白 Ｗｈｉｔｅ） １ ６２

６７ 贝拉安娜 Ａｎｎａ Ｂｅｌｌｅ ＮＡ（ＵＳＡ） Ｅ ＤＧ Ｐ ６ 月至 ９ 月
Ｊｕｎ． ｔｏ Ｓｅｐ．

Ｎ（白 Ｗｈｉｔｅ） ０ ９５

６８ 小叶布鲁克 Ｂｒｏｏｋｓｉｄｅ
Ｌｉｔｔｌｅｌｅａｆ

ＮＡ（ＵＳＡ） Ｃ Ｇ —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未知 Ｕｎｋｎｏｗｎ ２ ８６

　 １） １ － ５３： 大花绣球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ｓｓｐ．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 Ｔｈｕｎｂ．） Ｓｅｒ．； ５４： 粗齿绣球 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ｓｓｐ． ｓｅｒｒａｔａ Ｓｅｒ．； ５５： 银边绣球 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ｔｈｕｎｂｅｒｇｉｉ Ｍａｋｉｎｏ； ５６－５８： 山绣球 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ｌｌａ ｖａ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ｓ Ｗｉｌｓ．； ５９－６４： 圆锥绣球 Ｈ． ｐａｎｉｃｕｌａｔａ Ｓｉｅｂ．； ６５： 马桑绣球 Ｈ．
ａｓｐｅｒａ Ｄ． Ｄｏｎ； ６６： 栎叶绣球 Ｈ． ｑｕｅｒｃｉｆｏｌｉａ Ｂａｒｔｒ．； ６７： 乔木绣球 Ｈ． ａｒｂｏｒｅｓｃｅｎｓ Ｌｉｎｎ．； ６８： 藤绣球 Ｈ． ｐｅｔｉｏｌａｒｉｓ Ｄ． Ｄｏｎ．

　 ２） ＮＡ（ＵＳＡ）： 北美洲（美国）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Ｕ（ＮＬ）： 欧洲（荷兰）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ＥＵ： 欧洲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Ｓ（ＪＰＮ）： 亚洲（日本）
Ａｓｉａ （Ｊａｐａｎ）； ＡＳ（ＣＨＮ）： 亚洲（中国） Ａｓｉ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ＦＲ）： 欧洲（法国） Ｅｕｒｏｐｅ （Ｆｒａｎｃｅ） ．

　 ３） ＳＥ： 半直立 Ｓｅｍｉ⁃ｅｒｅｃｔ； Ｅ： 直立 Ｅｒｅｃｔ； Ｃ： 匍匐 Ｃｒｅｅｐｉｎｇ．
　 ４） ＬＧ： 浅绿 Ｌｉｇｈｔ ｇｒｅｅｎ； ＤＧ： 深绿 Ｄａｒｋ ｇｒｅｅｎ； Ｇ： 绿 Ｇｒｅｅｎ； ＧＰ： 绿带紫 Ｐｕｒｐｌｅ ｉｎｌａｙ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ＧＲ： 绿带红 Ｇｒｅｅ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ｄ； ＷＩＧ： 绿镶白

Ｗｈｉｔｅ ｉｎｌａｙ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５）Ｍ： 近球型 Ｍｏｐｈｅａｄ； Ｌ： 平盘型 Ｌａｃｅｃａｐ； Ｐ： 圆锥型 Ｐｙｒａｍｉｄ； —： 未开花 Ｎｏ ｆ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６）Ｙ： 花色可调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Ｎ： 花色不可调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绣球品种。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平盘型花序的观赏价

值总体上低于近球型花序和圆锥型花序，但‘手花

鞠’、‘小町’、‘白色天使’、‘婚礼花束’、‘锡风’和

‘头花’ （‘Ｃｏｒｓａｇｅ’）等品种花序最外轮的装饰性花

已经从单瓣花演化为重瓣花甚至多瓣花，花序形态有

较大改变，观赏价值也有很大提升。 部分品种（品
系）的花序类型及代表性花色见图 １。

观察结果还表明：在收集的 ６８ 个绣球属植物品

种（品系）中，５１ 个品种（品系）叶色为绿色，８ 个品种

叶色为深绿色，５ 个品种叶色为浅绿色，２ 个品种叶色

为绿带紫，而品种‘珍贵’ （‘Ｐｒｅｚｉｏｓａ’）和品系‘三色

旗’的叶色分别为绿带红和绿镶白。 另外，部分品种

（品系）还具有一些其他值得关注的性状，如品种‘纱
织小姐’ （‘Ｙａｒｎ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Ｌａｄｙ’）的顶部叶片几乎呈

全紫色（图 ２－１），品种‘塞布丽娜’（‘Ｓａｂｒｉｎａ’）的上

部叶片正面和叶缘具紫红色斑块（图 ２－２），品种‘珍
贵’的嫩茎、叶柄和叶脉均为紫红色（图 ２－３），品系

‘三色旗’的叶片具不规则的白色条纹或斑块（图 ２－
４），说明这些品种（品系）不但具有较高的观花价值，
还具有较高的观叶价值。
２ ２　 花色可调性分析

花色可调性实验结果（表 １）表明：在正常开花的

６７ 个绣球属植物品种（品系）中，‘钻石’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ｍｏｎｄ’）、 ‘ 博 登 湖’ （‘ Ｂｏｄｅｎｓｅｅ ’）、 ‘ 史 欧 尼 ’
（‘ Ｍａｓｊａ ’）、 ‘ 含 羞 叶 ’ （‘ Ｅｌｂｔａｌ ’）、 ‘ 帝 沃 利 ’
（‘Ｔｉｖｏｌｉ’）、‘爱莎’（‘Ａｙｅｓｈａ’）、‘猫眼石’（‘Ｍａｇｉｃａｌ
Ｏｐａｌ’）、‘罗斯’ （‘Ｒｏｓｓ’）、‘塔贝’、‘你我的浪漫’、
‘你我的永恒’（‘Ｙｏｕ Ａｎｄ Ｍｅ Ｆｏｒｅｖｅｒ’）、‘拉维布兰’
（‘Ｒａｖｉ Ｂｒｅｎｔ’）、‘梦幻蓝’（‘Ｒａｔｈｅｎ’）、‘蓝色妈妈’
（‘Ｍａｍａｎ Ｂｌｕｅ’）、‘马雷夏尔’ （‘Ｍａｒｅｃｈａｌ Ｆｏｃｈ’）、
‘精灵’（‘Ｐｉｌｌｎｉｔｚ’）、‘爆米花’（‘Ｐｏｐｃｏｒｎ’）和‘妖精

之瞳’（‘Ｄｅｍｏｎ’ｓ Ｅｙｅ’）等 ４１ 个品种（品系）的花色

对栽培基质的 ｐＨ 值和 Ａｌ３＋敏感，花色具有可调性，在
施入质量分数 １ ０％ Ａｌ２（ＳＯ４） ３ 溶液的酸性土壤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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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梦幻蓝’ ‘Ｒａｔｈｅｎ’； ２： ‘拉维布兰’ ‘Ｒａｖｉ Ｂｒｅｎｔ’； ３： ‘博登湖’ ‘Ｂｏｄｅｎｓｅｅ’； ４： ‘蓝色妈妈’ ‘Ｍａｍａｎ Ｂｌｕｅ’； ５： ‘马雷夏尔’ ‘Ｍａｒｅｃｈａｌ
Ｆｏｃｈ’； ６： ‘史欧尼’ ‘Ｍａｓｊａ’； ７： ‘含羞叶’ ‘Ｅｌｂｔａｌ’； ８： ‘玫红妈妈’ ‘Ｍａｍａｎ Ｒｏｓｅ’； ９： ‘纱织小姐’ ‘Ｙａｒｎ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Ｌａｄｙ’； １０： ‘你我的浪漫’
‘Ｙｏｕ Ａｎｄ Ｍ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１１： ‘魔幻钻石’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ｍｏｎｄ’； １２： ‘灵感’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 ‘爱莎’ ‘Ａｙｅｓｈａ’； １４： ‘完美人生’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Ｌｉｆｅ’；
１５： ‘甜蜜幻想’ ‘Ｓｗｅｅｔ Ｆａｎｔａｓｙ’； １６： ‘红粉佳人’ ‘Ｐｉｎｋ Ｂｅａｕｔｙ’； １７： ‘蒂亚娜’ ‘Ｔｉｊａｎａ’； １８： ‘在一起’ ‘Ｓｏｎｇ’； １９： ‘小丑’ ‘Ｈａｒｔｅｑｕｉｎ’； ２０：
‘魔幻珊瑚’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ａｌ’； ２１： ‘塞布丽娜’ ‘Ｓａｂｒｉｎａ’； ２２： ‘珍贵’ ‘Ｐｒｅｚｉｏｓａ’； ２３： ‘无尽夏新娘’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Ｓｕｍｍｅｒ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ｅ’； ２４： ‘白色天
使’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ｇｅｌ’； ２５： ‘雪球’ ‘Ｓｎｏｗ Ｂａｌｌ’； ２６： ‘小町’ ‘Ｋｏｍａｃｈｉ’； ２７： ‘头花’ ‘Ｃｏｒｓａｇｅ’； ２８： ‘妖精之瞳’ ‘Ｄｅｍｏｎ’ ｓ Ｅｙｅ’； ２９： ‘粉色回
忆’ ‘Ｐｉｎｋ Ｍｅｉｓｓｅｎ’； ３０： ‘平瓣绣球’ ‘Ｐｉｎｇｂａｎｘｉｕｑｉｕ’； ３１： ‘三色旗’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３２： ‘白玉’ ‘Ｗｈｉｔｅ Ｊａｄｅ’； ３３： ‘香草草莓’ ‘Ｖａｎｉｌｌｅ Ｆｒａｉｓｅ’；
３４： ‘贝拉安娜’ ‘Ａｎｎａ Ｂｅｌｌｅ’； ３５： ‘冰雪女王’ ‘Ｓｎｏｗ Ｑｕｅｅｎ’ ．

图 １　 部分绣球属植物品种（品系）的花序形态
Ｆｉｇ．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Ｌｉｎｎ．

６９



第 ４ 期 邓衍明， 等： 绣球属植物种质资源分析及其花色可调性和叶斑病抗性比较

１： ‘纱织小姐’ ‘Ｙａｒｎ Ｗｅａｖｉｎｇ Ｌａｄｙ’； ２： ‘塞布丽娜’ ‘Ｓａｂｒｉｎａ’； ３： ‘珍贵’ ‘Ｐｒｅｚｉｏｓａ’； ４： ‘三色旗’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

图 ２　 部分绣球属植物品种（品系）的叶色
Ｆｉｇ． ２　 Ｌｅａｆ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Ｌｉｎｎ．

些品种（品系）的花色由红变蓝或紫、由白变蓝、由紫

变蓝、或由粉变蓝或紫，部分品种的花色变化见图 ３－
１ ～ ８。 而 ‘ 无 尽 夏 新 娘 ’ （‘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Ｓｕｍｍｅｒ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ｅ’）、 ‘玫红妈妈’ （‘ Ｍａｍａｎ Ｒｏｓｅ’）、 ‘爱你的

吻’、‘塞布丽娜’、 ‘纱织小姐’ 和 ‘雪球’ （‘ Ｓｎｏｗ

Ｂａｌｌ’）等 ２６ 个品种（品系）的花色对栽培基质的 ｐＨ
值和 Ａｌ３＋不敏感，花色不具有可调性。 值得一提的

是，品种‘无尽夏’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Ｓｕｍｍｅｒ’）的花色变化

最多，除了常见的红色和蓝色外，还有白、淡粉、淡蓝

和蓝紫等颜色，并在花后期变为绿色，入秋后则变为

１： ‘帝沃利’ ‘Ｔｉｖｏｌｉ’； ２： ‘塔贝’ ‘Ｔａｕｂｅ’； ３： ‘爆米花’ ‘Ｐｏｐｃｏｒｎ’； ４： ‘你我的永恒’ ‘Ｙｏｕ Ａｎｄ Ｍｅ Ｆｏｒｅｖｅｒ’； ５： ‘史欧尼’ ‘Ｍａｓｊａ’； ６： ‘妖精
之瞳’ ‘Ｄｅｍｏｎ’ｓ Ｅｙｅ’； ７： ‘魔幻钻石’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ｍｏｎｄ’； ８： ‘博登湖’ ‘Ｂｏｄｅｎｓｅｅ’； ９： ‘无尽夏’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Ｓｕｍｍｅｒ’ ．

图 ３　 部分绣球属植物品种的花色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ｆｌｏｗｅｒ ｃｏｌｏｒ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Ｌｉ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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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复色（转绿之后的颜色俗称“秋色”）（图 ３－９）。
２ ３　 抗叶斑病能力分析

从供试 ６８ 个绣球属植物品种（品系）的抗叶斑

病能力分析结果（表 １）及部分品种（品系）的叶斑病

发病情况（图 ４）可见：‘史欧尼’、‘帝沃利’、‘含羞

叶’、‘红粉佳人’ （‘Ｐｉｎｋ Ｂｅａｕｔｙ’）、‘钻石’、‘ＷＸ－
１’、‘珍贵’、‘平瓣绣球’、‘白玉’ （‘ＷｈｉｔｅＪａｄｅ’）、
‘花园蕾丝’（‘Ｇａｒｄｅｎ Ｌａｃｅ’）和‘贝拉安娜’ （‘Ａｎｎａ
Ｂｅｌｌｅ’）１１ 个品种（品系）的病情指数均低于 １ ０，属
于抗病等级，说明这些品种（品系）的抗叶斑病能力较

１： ‘史欧尼’ ‘Ｍａｓｊａ’； ２： ‘白玉’ ‘Ｗｈｉｔｅ Ｊａｄｅ’； ３： ‘花园蕾丝’ ‘Ｇａｒｄｅｎ Ｌａｃｅ’； ４： ‘平瓣绣球’ ‘Ｐｉｎｇｂａｎｘｉｕｑｉｕ’； ５： ‘ＷＸ－１’； ６： ‘梦幻蓝’
‘Ｒａｔｈｅｎ’； ７： ‘你我的浪漫’ ‘Ｙｏｕ Ａｎｄ Ｍｅ Ｒｏｍａｎｃｅ’； ８： ‘无尽夏’ ‘Ｅｎｄｌｅｓｓ Ｓｕｍｍｅｒ’； ９： ‘石灰灯’ ‘Ｌｉｍｅ Ｌｉｇｈｔ’； １０： ‘三色旗’ ‘Ｔｒｉｃｏｌｏｒ’； １１：
‘蓝色妈妈’ ‘Ｍａｍａｎ Ｂｌｕｅ’； １２： ‘玫红妈妈’ ‘Ｍａｍａｎ Ｒｏｓｅ’； １３： ‘塞布丽娜’ ‘Ｓａｂｒｉｎａ’； １４： ‘拉维布兰’ ‘Ｒａｖｉ Ｂｒｅｎｔ’； １５： ‘罗斯’ ‘Ｒｏｓｓ’；
１６： ‘魔幻水晶’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 １７： ‘魔幻珊瑚’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ａｌ’； １８： ‘马雷夏尔’ ‘Ｍａｒｅｃｈａｌ Ｆｏｃｈ’； １９： ‘粉色回忆’ ‘Ｐｉｎｋ Ｍｅｉｓｓｅｎ’； ２０：
‘爱你的吻’ ‘Ｌｏｖｅ Ｙｏｕｒ Ｋｉｓｓ’ ．

图 ４　 部分绣球属植物品种（品系）的叶斑病发病情况
Ｆｉｇ． ４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ａｆ⁃ｓｐｏ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ｒｓ （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ｙｄｒａｎｇｅａ Ｌｉ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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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无尽夏’、‘梦幻蓝’、‘你我的浪漫’、‘猫眼石’、
‘三色旗’、‘石灰灯’ （‘Ｌｉｍｅ Ｌｉｇｈｔ’）、‘圣代草莓’
（‘Ｓｕｎｄａｅ Ｆｒａｉｓｅ’）、‘香草草莓’（‘Ｖａｎｉｌｌｅ Ｆｒａｉｓｅ’）和
‘冰雪女王’（‘Ｓｎｏｗ Ｑｕｅｅｎ’）等 ２６ 个品种（品系）的
病情指数为 １ ０ ～ ２ ０，属于中等抗病等级，说明这些

品种（品系）也具有一定的抗叶斑病能力；‘拉维布

兰’、‘蓝色妈妈’、‘玫红妈妈’、‘罗斯’、 ‘塞布丽

娜’、‘手花鞠’、 ‘小町’、 ‘舞子’ （‘Ｍａｉｋｏ’）、 ‘头

花’、‘望乡’（‘Ｐａｎｃｒｅａｓ’）和‘锡风’等 ２１ 个品种的

病情指数为 ２ ０ ～ ３ ０，属于中等感病等级，说明这些

品种的抗叶斑病能力较差；‘马雷夏尔’、‘魔幻珊瑚’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ａｌ’）、‘魔幻水晶’（‘Ｍａｇｉｃａｌ Ｃｒｙｓｔａｌ’）、
‘魔幻紫水晶’ （‘Ｍａｇｉｃａｌ Ａｍｅｔｈｙｓｔ’）、‘爱你的吻’、
‘平顶’、‘凌波’ （‘Ｆａｎｆａｒｅ’）、‘奇妙仙子’ （‘Ｔｉｎｋｅｒ
Ｂｅｌｌ’）、‘十字架’（‘Ｃｒｏｓｓ’）和‘粉色回忆’１０ 个品种

的病情指数为 ３ ０ ～ ５ ０，属于感病等级，说明这些品

种的抗叶斑病能力最差。

３　 讨论和结论

由于绣球属植物在分类上存在很多争议，且从国

外引进的部分品种可能出现“一物多名”或“一名多

物”的现象。 例如：品种‘无尽夏’在美国注册的商标

名为‘Ｅｎｄｌｅｓｓ Ｓｕｍｍｅｒ’，但其英文名却为‘Ｂａｉｌｅｒ’；品
种‘在一起’和‘歌合士’、‘小丑’和‘卡米拉’以及

‘头花’和‘胸花’均为同一品种的不同译名，英文名

分别为‘Ｓｏｎｇ’、‘Ｈａｒｔｅｑｕｉｎ’和‘Ｃｏｒｓａｇｅ’，因此，对收

集的绣球属植物品种（品系）的信息尤其是部分品种

的英文名和原产地进行进一步考证和修订十分必要。
在对植物种质资源进行收集和分类研究时，调查的性

状数量应尽可能多［１４］。 本研究虽然涉及株型、叶色、
花序类型、花期和花色等重要性状，但调查的性状数

量仍然偏少，无法为绣球属植物的分类和应用提供充

足依据。 吴盼婷等［１５］ 的研究结果表明：植物的形态

指标与其抗逆性密切相关，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应增

加调查的性状数量，以筛选出更多绣球属植物的抗逆

品种和优良表型性状。
虽然绣球属植物资源丰富，但目前商业化应用最

广的只有绣球（主要是其亚种大花绣球）、圆锥绣球、
乔木绣球和栎叶绣球 ４ 个种，本研究涉及的绣球属植

物种质资源主要属于这 ４ 个种的品种（品系），遗传

背景相对简单。 四川、湖南、浙江和甘肃等地分布有

丰富的绣球属植物野生资源［１，１６－１８］，这些野生资源有

的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如产自湖南的重瓣蜡莲绣球

（Ｈ． ｓｔｒｉｇｏｓｅ Ｒｅｈｄ．）、原产台湾的玉绣球（Ｈ． ｉｎｖｏｌｕｃｒａｔｅ
Ｓｉｅｂ．） 及原产南方的马桑绣球和紫彩 绣 球 （ Ｈ．
ｓａｒｇｅｎｔｉａｎａ Ｒｅｈｄ．）等；有的虽然观赏价值不高，但抗

逆性较强或具有其他特征，如极耐寒的藤绣球以及四

季常绿且花期具有芳香气味的中国绣球（Ｈ． 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
Ｍａｘｉｍ．）等。 本研究中的部分品种（品系）也具有一

些独特的性状，如品种‘无尽夏’不仅花色丰富而且

具有新枝开花的特性，能够在生长季节连续开花，花
期很长［７］；品种‘珍贵’的嫩枝、叶柄和叶脉均为紫红

色，品种‘纱织小姐’和‘塞布丽娜’的叶片均具紫红

色斑块，品系‘三色旗’的叶片具不规则白色条纹或

斑块，这些品种（品系）既可观花又可观叶，具有较高

的园林应用价值。 此外，品种‘贝拉安娜’极耐寒，可
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安全越冬；品种‘冰雪女王’不仅

耐寒，而且叶片在秋季低温条件下呈现鲜艳的金黄

色，可作为彩叶植物应用；品种‘钻石’和‘猫眼石’等
的茎秆粗壮、挺拔，适宜作为鲜切花和插花应用；圆锥

绣球各品种的花序在冬季久不凋谢，适宜制作干

花等。
叶斑病是严重危害绣球属植物的病害之一，严重

发病时可影响植株正常生长和开花，导致叶片脱落甚

至整株死亡。 本研究结果表明：供试绣球属植物不同

品种（品系）对叶斑病的抗性差异很大。 总体来看，
进口的大花绣球各品种对叶斑病的抗性较差，尤其是

从欧美国家进口的品种‘魔幻珊瑚’、‘魔幻水晶’和
‘魔幻紫水晶’等以及从日本进口的大多数品种，在
经历持续阴雨天气后植株叶斑病的发病情况较严重，
推测这些品种的遗传背景可能相似且普遍缺乏抗叶

斑病的基因；而圆锥绣球、栎叶绣球和乔木绣球的进

口品种以及大花绣球的国产品系对叶斑病的抗性均

较好，表明这些品种（品系）不仅具有较高的推广应

用价值，还具有改良大花绣球其他品种（品系）对叶

斑病抗性的潜在利用价值。 在绣球属植物推广应用

中，建议使用抗病和中等抗病的品种（品系），以减轻

叶斑病的发病程度。 如果使用抗病性较差的品种

（品系），应加强叶斑病预防工作，尤其是在易于叶斑

病发生的环境中。 Ｍｍｂａｇａ 等［１３］的研究结果表明：引
起绣球叶斑病的病菌种类较多， 包括壳二孢属

（Ａｓｃｏｃｈｙｔａ ｓｐｐ．）、葡萄孢属 （ Ｂｏｔｒｙｔｉｓ ｓｐｐ．）、尾孢属

（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 ｓｐｐ．）和链格孢属（Ａｌｔｅｒｎａｒｉａ ｓｐｐ．）等。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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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只对收集的绣球属植物 ６８ 个品种（品系）对叶

斑病的抗性进行了比较，但并没有开展叶斑病病原物

鉴定方面的研究工作，而实际上不同病菌种类的越冬

寄主、繁殖途径和传播方式差异较大，因此，为了更好

地防治叶斑病，应积极开展绣球属植物叶斑病病原物

的分离、鉴定和致病机制等相关研究工作。
研究结果显示：绣球属植物不同品种（品系）的

花序类型有近球型、平盘型和圆锥型之分，花色包括

白、红、蓝、紫、粉等，且部分品种（品系）的花色具有

可调性，在酸性且含 Ａｌ３＋的土壤中呈蓝色或紫色；并
且，部分品种（品系）的叶斑病抗性较强，应根据实际

需要选择适宜品种（品系）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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